
星期四

2022年9月15日 编辑/温远灏 美编/李晓军 校对/郭海鹏

□ 本报记者  张淑秋

□ 本报通讯员 夏 燕

  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

院在北京、吉林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公益诉

讼试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检察人坚定地种下公益

诉讼这棵大树，如今这棵树成果丰硕，公益诉讼检察

成绩斐然。

  白城市位于吉林省西部，耕地、草原、湿地等自然

资源丰富，白城市人民检察院是吉林省首批公益诉讼

试点院，所办案件都是公益诉讼这棵大树上的果实，

这些果实由白城市两级检察院共同灌溉，饱含着公益

诉讼检察官多年的心血。

  刘琳，白城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她从

试点开始一直坚守在公益诉讼检察岗位，白城检察公

益诉讼工作先后5次受到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通报表

扬，工作始终处于全省优秀行列。

  8月初，《法治日报》记者跟随刘琳的脚步，在白城

市碧水蓝天的徐徐清风中，在公益诉讼监督恢复治理

的草原上，找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情画意。

  “试点工作之初，确实感到很茫然，在省检察院指

导下，基层院摸着石头过河。”刘琳坦言。

  多年来，刘琳指导办理白城地区公益诉讼案件

462件，先后组织开展草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耕

地占用税保护、老年人权益保护等20多个专项监督行

动，推动白城市检察机关与当地20多家行政机关签订

了加强协作配合的若干意见，先后3次荣立个人三等

功，获白城市“十佳政法干警”等荣誉。

深入一线调查取证

强力推进试点工作

  “我性格比较急，凡事不推不拖。”从检30多年，经

历渎检、公诉、行政检察多个岗位，刘琳雷厉风行、不

怕吃苦，“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我们院被确定为第一批试点院，既是信任也是

考验，更是我们的硬任务。”刘琳说，面对新事物，她第

一时间就是学习，努力提高政治理论素养，不断增强

对公益诉讼保护绿水青山，助力法治建设的认识。

  比学习更重要的是实践，试点就是用实践行动做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明确诉讼标准、规范诉讼程序的

先行者。刘琳带领白城市两级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大

胆展开实践。当时，“少坐凳子、勤动脑子、多动步子”

成了刘琳的口头禅，这是她在鼓励别人的同时，也在

鞭策自己。

  “公益诉讼案件的特点，就是必须勤到现场调查

取证。草原、湿地、林地等都必须精准打点、定位、测

绘，我们经常跑现场，踩泥、蹚河是常事。有时不小心

把车陷在泥里，得找附近村里的农用车才能拖出来。”

刘琳说，躬耕一线是公益诉讼工作的特点，监督哪一

行，就得先把这行业知识法律学懂、学透。

  从线索排查、具体案件审查、指导基层办理、诉前

检察建议、层报审批起诉到市检察院把关，向上级院

请示，白城市检察机关强力推进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

开展。

  试点最初的重点领域是生态环保领域。白城市公

益诉讼办案组以省检察院确定的草原生态保护专项

为重点，结合白城地理特点，启动湿地专项监督行动。

  莫莫格国家自然保护区是吉林省最大的湿地保

留地，区域面积14.4万公顷，是东方白鹳、白鹤等珍稀

濒危水禽的栖息地。2015年秋天，刘琳带领办案组来

到莫莫格国家自然保护区，驻扎办案，把正在读高三

的女儿留给了同样忙碌的丈夫照顾。

  刘琳带领检察官每天徒步在茫茫湿地里勘查，深

秋寒风瑟瑟，原本爱笑的她表情越来越严肃，心情越

来越沉重——— 他们发现保护区内存在挖取、贩卖苗床

土的行为，对湿地造成了严重破坏。

  如何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怎么

能治标又治本地保护好湿地资源？这些问题愁坏了办

案组，而这也正是公益诉讼试点要突破的难题。

  为此，办案组加班加点查资料找法规，反复推敲，

召开联席会议多次讨论，与相关部门协调，每个部门

要跑很多遍，最后提出了湿地保护必须由保护区管理

局与当地政府联合执法、综合治理的思路，推动成立

了联合执法专案组。2018年，刘琳指导白城市镇赉县

检察院办理的“莫莫格非法取土案”入选最高检公益

诉讼试点工作典型案例。

  在办理“莫莫格非法取土案”的同时，刘琳深入调

研，起草了《白城市湿地保护条例》法规提案，为保护

湿地提供检察方案，她还对《白城市草原生态保护条

例》立法草案部分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

  8月6日上午，刘琳带领记者去洮北区看恢复治理

后的天然草场。站在路边，目光所及，绿意葱茏，一望

无际。

  白城市草原资源丰富。2015年，他们大量走访调

查发现，白城草原面积严重减少，存在征用、人为改为

耕地、自然退化等多种因素。通过梳理重大行政执法

信息，当年发出检察建议5件，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

权进行立案监督。2018年，刘琳指导白城市洮北区检

察院办理的“破坏草原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全国十

大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白城市检察机关针对草原、湿地、林地等生态资

源的保护专项行动从未停歇。2016年，试点第二年，白

城市就在全省实现了基层检察院办理各类公益诉讼

案件全覆盖，白城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案件办案组荣立

集体二等功。

  据统计，自2018年以来，白城市检察机关共办理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535件，发出

检察建议481件，督促恢复湿地2333亩、草原12321亩、

林地7300亩。

  “试点期间，我们在大量实践中探索办案路径，积

累经验。同时，工作的顺利推进也依赖于顶层设计。”

刘琳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

  吉林省检察院将公益诉讼试点作为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摆在检察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以创新的理

念、创新的举措，着力强化省级“顶层设计”。省检察院

在试点期间出台的《公益诉讼办案指引》和《公益诉讼

出庭规范》，明确了公益诉讼办案流程，为全国出台公

益诉讼办案机制与工作机制提供了吉林智慧。吉林省

研发了全国第一个公益诉讼大数据平台。

  “省检察院的支持是我们的底气，是指导基层和

开展工作的抓手和样本。省检察院勇于担当，敢于实

践，基层院自然义无反顾。”刘琳说。

充分保证案件质量

坚决监督落实整改

  硕果累累离不开高位推动。

  2017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

五次会议指出，公益诉讼试点，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

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

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

经成熟。

  同年7月，为期两年的试点结束。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

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当时真的振奋人心，试点工作得到认可。同时，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又有了全方位的支持和推进。”刘

琳用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公益诉讼检察官的心声。

  公益诉讼，关系着国家治理方式、经济发展方式

的深层次问题。各级检察机关都把公益诉讼工作作为

“一把手”工程来抓。白城市检察院亦是如此。白城市

检察院党组一直积极主动向党委、人大常委会定期汇

报，向政府定期通报，重大部署、重大事项、重大案件

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党委、政府、人大常委会的大力

支持，为公益诉讼工作的顺利推进凝聚合力。

  行政机关的支持与配合也是决定公益诉讼工作

开展和推进的关键。“以前在建立外部协作机制上花

费了大量时间，逐步得到支持和认可后，白城市检察

院与当地生态环境、林草、食药监等20多个行政机关

签订了加强协作配合的若干意见。”刘琳说。

  “我们两级院负责公益诉讼的检察人员少、工作

量大。”面对人力不足问题，刘琳研究办案机制，力争

把人员力量发挥最大化。从工作成绩和工作状态看得

到，人员少，并未影响白城公益诉讼工作的快速推进。

以专项带动，白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歌猛进，取得

了长足发展。全市开展的“草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检察监督专项行动，成果斐然。

  白城市公益诉讼案件现场总能看到刘琳的身影。

  “全市的公益诉讼案件都需要审查，必须保证案

件质量。”刘琳严格按照最高检、省检察院制定的标准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从工作方向的确定、线索的排查、

具体案件的审查、指导基层办案、诉前检察建议到层

报审批起诉，她都逐案逐项把关。对有些行政机关存

在的履职整改不到位，纠正违法虚假不实及反弹等现

象，刘琳坚决监督落实整改，丝毫不留情面。

  “好也是干，坏也是干，为什么不好好干呢？”能动

履职、主动担当始终是刘琳工作中不变的坚持。在一

次学习交流中，刘琳发现了税收征管方面公益诉讼线

索，于是立即组织开展耕地资源保护及耕地占用税征

收检察专项行动，追缴耕地占用税1017万余元，追缴

土地年租金及土地出让金共1166万余元。

  这几年，白城市相继开展了“黑土地保护”、“窨井

盖”、加油站手机扫码消防安全、汽车喷漆污染环境问

题、“飞线充电”安全隐患问题、养老院食品和消防安

全、“消”字号抗（抑）菌非法添加等10多个关乎老百姓

生活堵点、痛点、隐患点的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

  “办哪一个专项，我们检察官就扎到哪个行业里，

走访重点小区、药店、养老院，与基层政府和行政机关

协商沟通。”刘琳说，开展专项监督，就是希望通过听

证、磋商、检察建议等诉前程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

职，达到以“我管”促“都管”的社会效果。

  白城市检察院与内蒙古兴安盟检察分院签订跨

区域生态保护协作机制，互相提供线索和支持，共同

保护洮儿河流域生态环境安全；与黑龙江协作，加强

嫩江流域的黑土地保护。此外，还开展了生物多性保

护专项行动和湿地立体保护专项行动。

  8月6日中午，刘琳带记者走访了洮儿河与内蒙古

交界流域。河水清澈，站在河边，清晰可见河里成群的

小鱼游来游去，偶尔有水鸟落在河里的水草丛中。

  这时，刘琳注意到河边栏杆之间的锁链破损严

重。“这要是老人和孩子滑到水里，太危险了，我们赶

紧调查一下。”他们在现场研究起来，新的线索就这样

产生了。

  “这就是我们主任的常态，时刻都在工作状态。”

随行的检察官韩兴祖笑着说道。

拓展公益诉讼领域

守护人民美好生活

  “公益诉讼就是要守护人民美好生活，这是我们

工作原动力。”刘琳说。从最高检将探索拓展公益诉讼

新领域案件的指导原则，由“稳妥、积极”调整为“积

极、稳妥”后，一线检察官感觉终于放开了手脚，没有

了之前怕人说“多管闲事儿”的顾虑。

  “公益就是要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针对

群众的舌尖安全和急难愁盼，从日常生活收集线索。”

在同事眼中，刘琳不太爱谈家长里短，三句话不离本

行，偶尔与朋友吃个饭，她都能带回办案线索。

  白城市检察机关创新工作模式，探索公益诉讼案

件异地办理，已经实现5个县（市）区交叉互查。通过府

院联动，一案三查，区域合作，军地对接，常态化回头

看等多项制度机制的完善，形成了公益保护合力。

  白城市是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杂粮杂豆和油料

主产区。一名干警在日常健身跑步时敏感地发现公园

景观绿化带中植被大面积死亡，经一番调查，发现了

罪魁祸首“菟丝子”。“菟丝子”这种寄生物，传播速度

快，破坏能力强，潜在的危险非常大。白城市检察院对

于这个陌生外来物种十分重视，成立由副检察长孙宏

剑担任组长的两级院办案组。

  “我们采用一体化办案模式，求助畜牧业专家，理

清责任、查找症结，召集听证会，在立即治理同时，还

延伸到溯源治理和防治上。”刘琳说，接着全市又开展

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专项行动。专家事后说，“菟丝

子”对农业危害很大，如果未及时发现“菟丝子”已然

入侵，传播到耕地和草原，对农业畜牧业都是灾害性

打击。

  省检察院认为，白城市检察院督促整治“菟丝子”

保护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案，创新以“检察建议+

调研报告+立法建议”的方式促进溯源治理，推动出台

地区防治立法，保护了区域生物多样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在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英烈权益保护、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等多个重点领域有力推进、不断拓展，办案

量稳步增长，办案质效不断提升。

  在新增办案领域，吉林省检察院开展了红色资源

保护监督，办理了督促整治养老机构食品安全、消防

安全等多领域案件。

  2022年7月25日，吉林省检察院与哈尔滨军事检察

院签订《吉林省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提质增效一体

化协作细则》，启动“东北抗联文物及红色资源保护

‘回头看’专项监督行动”，军检共建合力保护红色资

源和军人权益。

  除上述规定动作的监督之外，白城市还自我加

压，不断深耕重点领域，聚焦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守

护碧草蓝天，聚焦食品药品领域，守护百姓舌尖安全，

聚焦国土国财，守好人民的钱袋子，聚焦公共安全领

域，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聚焦特殊群体权益，守护社会

公平正义。用刘琳的话讲，公益诉讼检察要不断发现

新增领域，也要常常“回头看”保证治理效果。

  白城市把“回头看”纳入常态化工作，精细化开展

“回头看”，对全市发出的诉前检察建议案件制作清

单，将“回头看”嵌入公益诉讼常规办案流程，从诉前

程序到提起诉讼再到裁判执行，确保每个环节都做到

极致，每起案件都有实效。2021年，通过“回头看”发现

虚假整改或反弹回潮案件3件，均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

  “虽然工作量不断加大，但‘回头看’非常有必

要。”刘琳说，通过“回头看”能及时发现行政机关履职

整改是否到位，纠正违法虚假不实问题及反弹回潮现

象，保证受损公益得到有效恢复，而且还能增强检察

建议刚性。目前，越来越多的案件可以通过磋商、会

议、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能动履职，从源头

解决公益损害问题，不但有利于提升监督效率，更有

助于节约司法资源。

提质增效技术赋能

办理一案警示一片

  黑土是世界公认最肥沃的土壤，因此保护黑土地

也是公益诉讼的重点关注点。2020年，省检察院部署

开展黑土地保护检察监督专项行动，2021年创新以检

察长巡田方式推动协调解决黑土地保护中的“硬骨

头”问题，推进“总田长+检察长”机制落实。白城市把

“总田长+检察长”工作与黑土地保护结合，全面开展

黑土地保护工作。

  大安市曾发生一起河道内黑土盗窃案，和以往破

坏黑土地的形式不同，两名嫌疑人把河道表层黑土挖

出运走贩卖，被警方截获立案。案件判决后，黑土作为

赃物按法定程序将进入拍卖程序。为了让黑土尽快回

归原地，刘琳和大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到现场踏

查，掌握受损情况，召开多部门行政公益诉讼磋商会，

在法定程序和生态修复之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大

安市检察院又召开了听证会以及检政会议，承办检察

官进行反复释法说理，终于就黑土移送问题达成共

识，涉案的600多立方米黑土回归原地，修复如初。

  “这起黑土资源保护案件，通过诉前程序即实现

了保护公益的目的，一次性解决了刑事案件中涉案黑

土后续保护的问题。”讲起自己满意的案件，刘琳声音

提高，笑容也灿烂。近年来，白城地区有两个案例入选

全省检察机关黑土地保护典型案例。

  为提升办案质效，吉林省建立了公益诉讼大要案

一体化机制。2021年3月，白城市检察院也根据省检察

院要求，成立公益诉讼办案指挥中心，整合办案资源，

线索统一管理，人员统一调用、资源统一调配，保障公

益诉讼工作全面、均衡、规范、有序运行。

  “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保护的直接责任人，是直

接推动问题解决的部门。我们通过各种方式督促实现

‘事要解决’。”刘琳在具体办案实践中，一直本着这个

目标指导工作。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努

力做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造福一方。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就是以诉的形式履行法律监

督的职责，“诉前解决问题”是实现维护公益目的最佳

司法状态。“我们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加强对下

指导，以整体作战提升了案件质效，多年来对诉前程

序的重视和运用，也显现出效果。”刘琳介绍，今年上

半年，白城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232件。

  “今年，院里为支持公益诉讼部门工作，配备了

两个高端设备，其中一个是高倍高清观鸟望远镜。”

刘琳兴奋地向记者亮起了家底。白城市针对莫莫格

和向海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

护专项行动，有了高清望远镜，能更好地守护湿地的

野生动物，尤其每年春秋两季，大量迁徙候鸟栖息在

湿地，他们与白城市民间护飞队建立合作，加强对候

鸟的保护。

  “信息化时代，高科技、大数据的应用，能更好地

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刘琳说，几年来，白城市充分

发挥科技创新，借用“外脑”利用卫星遥感技术，查办

破坏生态案件，节省了时间和办案成本，提高了办案

效率。

  检察公益诉讼开展以来，吉林省收获满满，成果

丰硕。白城在全省一直位于优秀行列，刘琳所在的白

城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获得了吉林省政法系统先进

集体、吉林省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

  “这些年刘琳做得多，说得少。每次催她总结个人

事迹，她都推托没时间，不是说有线索就是在办案

子。”分管副检察长孙宏剑因为这个话题，半开玩笑地

对刘琳表达了“不满”。

  “我真觉得时间不够，随着公益诉讼涉及的领

域越来越多，有更多的新课题、新任务要面对，这些

新领域的案件和线索，都在等着我们去探索、去发

现、去处理。”刘琳说，公益诉讼检察任重道远，未来

可期。

制图/李晓军  

检察官刘琳：公益诉讼案件现场总能看到她

  图为刘琳（中）2021年7月在白城市洮北区青山镇踏查草原破坏现场。 受访者供图  


